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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指导下的元宇宙社交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

成欣语，黄德华，孙小芳，魏兴格（指导老师）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成都，610075

摘　要: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虽然包含了元宇宙社交中人工智能的伦理研究，但有关后者的研究少之又少，相

关规范性操作的研究尚且处于起步阶段。而医学伦理学作为规范伦理学中最有代表性的学科之一，同时也作为

伴随医学发展的道德哲学，是具有丰富的理论研究、普遍约束力和全面而绝对有效性要求的道德规范。本文通

过学习现有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结果并结合医学伦理学总结推演出“元宇宙AI三原则”，旨在为最终元宇宙社

交中人工智能伦理的“成型”提供意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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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创造元宇宙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元宇宙实现

真实世界的功能。根据 Sensor Tower的统计，

在众多手机应用中，游戏类（107种）和财经类

（101种）是最多的，其次是元宇宙类（70种）和

娱乐类（57种）。可见现阶段的元宇宙建设已赋

能社交与娱乐。

元宇宙的发展离不开前沿技术，人工智能显

然是其中之一。随着“元宇宙”虚拟仿真程度的

升高，现实世界正在缓慢地向虚拟空间迁移，由

此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治理问题，人工智能伦理

问题自然是其中之一。然而，人工智能伦理问题

是非常庞大且复杂的，但如果将研究的对象缩小

到元宇宙社交之中，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就较为

简单了。

1　元宇宙社交中人工智能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社会交往指的是几个人在某种心理活动中

进行的精神交流。人们可以把这种社会交往看

作是一种民事活动。主体活动指的是人在实践活

动中所表现出的能力、作用和地位，即人的自主

性、能动性、自由性和目的性。主体是人，而且

是具体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

简称《民法典》）规定，这种“人”需要具备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即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具备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需要有“监护人”。

然而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

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

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能虽然能如“人”

一样完成各种活动，但是人工智能并不算《民法

典》所规定的民事主体，因为人工智能只是一门

技术科学，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同时人

工智能可以作为辅助工具参与民事行为。所以

说，“所有主体的活动都通过具体的人来实现”

这个观点并不矛盾，人工智能无论怎么参与民事

行为，它们也只是辅助人类的工具[1]。

在对国内外元宇宙APP调查后可以看到，现

阶段的元宇宙建设赋能社交与娱乐后，游戏类

元宇宙APP建设较为领先，与真实世界一致性的

建设较社交类更加完整。同时，目前的社交类元

宇宙APP依托新兴的技术，侧重于将生活中物质

的客体虚拟化，如虚拟形象的创建、拥有不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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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等。但是元宇宙的治理问题，包括虚拟社群的

道德价值、法律责任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落实

却鲜有人关注。《关于加强“元宇宙”相关问题

预前治理的建议》提到：“‘元宇宙’虚拟仿真

的程度越高，现实世界向虚拟空间迁移的可能性

越大。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都存在程度

不一的脱实向虚，由此产生一系列复杂的治理问

题，包括虚拟社群的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甚至政

治认同问题、虚拟资产的保护问题、虚拟世界的

公共安全及其司法管辖问题、数字边疆的主权争

夺问题等等。”

人工智能作为辅助人类的工具，是可以帮助

人类解决元宇宙治理问题的，它在元宇宙社交中

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对元宇宙中的人进行规范、限

制，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提高使用者的诚

信、法律意识。因此，元宇宙社交中人工智能的

伦理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了[2]。

2　元宇宙社交中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可以借

鉴现有伦理学研究成果

作为深度媒介时代的主导媒介形态，元宇

宙在物质、精神、社会三个层面推动着社会深度

媒介化，为未来人类社会交往提供了全新的可能

性。不同于以往的媒介，它允许人们通过各种终

端“进入”其中，体验和行动，具有“体验性”。

同时，它突破了传统媒体作为传播媒介和传播工

具的观念，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成为

“生存性”媒介。元宇宙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社

会交往时空、交往主体得以扩展，实现了交往场

景的再造和交往体验的回归，最终形成“高流动

性”社会交往生态。

媒介的深度社会化是指媒介具有建立关

系、组织群体的功能，即媒介能够重组社会形

态。元宇宙作为媒介构建关系、转化关系的过程

正是组织其他社会力量的过程。它不仅指向了一

个全新的组织形态，而且指向了媒介作为主体所

发挥的主动“组织”社会的功能。元宇宙及其内

部构建的不同场景不仅能够重组不同的交往关

系，而且能够有效地配置现实社会乃至虚拟社会

的各种资源，从而构建出基于虚拟现实的混合同

步社会生态。

刘慈欣说，人类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向

外，通往星辰大海；一条向内，通往虚拟现实。 

向星辰大海进发，探索的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外太

空；通往虚拟现实，则是建构一个超越现实的数

字空间。这个世界是通过技术建构的，在鸿蒙初

开的意义上，可以成为“元”；这个世界又是凭

借数字化手段超越现实世界的，在超越的意义

上，也可以称为“元”。既然元宇宙是人们基于

新技术创造的超越现实世界的新宇宙，那么，它

就应该是一个比现实生活更令人向往的可能生

活空间。在媒介对社会形态的重组作用下，有效

力地提供人工智能法律和道德的保障，才能让人

们心心向往优于现实的元宇宙，这样的元宇宙创

立才有意义。

伦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

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对社会人而言，向外受法

律、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制约，向内则要自觉

地产生道德焦虑。因为在元宇宙的“虚拟现实”

中，观影者与现实角色、虚拟角色、虚拟观众之

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元宇宙可能会更加彻

底地让你完全沉浸、“消失”于这个世界而流连

忘返，甚至再也不愿意回到现实，即使回来也若

有所失、丧魂落魄，难以完成两个世界的通约和

转换[3]。

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并无界限，虚拟世界

僭越、替代现实世界等现象必然会引发社会伦

理问题。因此，提前思考、提前预警元宇宙伦理

问题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为它关系到

人类的未来和发展。毕竟，人是万物的尺度，元

宇宙只能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即造福

于人的存在。借欧永安的一句“名言”：“哪里

有需要，我就去哪里！”伦理学在元宇宙相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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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研究，正是目前亟待解决的热门课题。随着

元宇宙的高速崛起、发展、进步，相关对口的方

方面面都是必须要研究好的，借助相应研究人员

的研究成果，人们一定可以建立起元宇宙“道德

保障”大楼，为未来的元宇宙贡献自己的一份努

力。

3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规范和范畴

3.1　规范伦理学

3.1.1　伦理学的分支情况

伦理学又称道德哲学，是对人类道德生活

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的一门科学。现代伦理学

的分支学科主要有理论伦理学、实践伦理学、应

用伦理学、描述伦理学、规范伦理学，比较伦理

学，其中规范伦理学一直是伦理学的代表、主体

或核心，围绕着道德价值、道德义务和道德品质

展开其理论形式，确定其道德原则等。

3.1.2　规范伦理学对元宇宙社交的人工智能伦理的

指导

规范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基本形态之一，主

要用哲学思辨的方法研究伦理问题，致力于揭

示、发展和证明有可能指导人们的行为、行动和

决定的基本道德原则，从事实出发，给实际生活

以伦理上的指导，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属传统和

主流的伦理学。

规范伦理学强调以理论指导实践，对于元

宇宙社交的人工智能伦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元

宇宙社交的人工智能的核心目的为通过元宇宙

实现真实世界的功能，保证元宇宙与真实世界的

“一致性”，元宇宙社交的人工智能伦理在整个

社交项目中充当“引路人”的角色，指导着整个

虚拟社交在现实生活中更为有序地开展。从理

论指导实践方面来看，元宇宙社交的人工智能伦

理可以抽象概括为规范伦理学中的一部分[4]。

3.1.3　医学伦理学

狭义的医学伦理学诞生于1803年，具体标志

是英国著名医师托马斯•帕茨瓦尔于这一年出版

的《医学伦理学》。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文

中也写有医者行为的准则，如“若有疾厄来求救

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

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

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等等。

医学伦理学是医学与伦理学发生相互作用

而产生的新兴交叉学科，是一门认识、处理医疗

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之间、医学与

社会之间道德关系的科学，是医学与伦理学的牵

手，是医与患的道德之准，是医学对人类社会发

展的注释，是用伦理的眼透视人类所有的医学活

动，其中最显著的三个特征即为实践性、继承性

与时代性。

医学伦理学体现了规范伦理学的一般性，

主要阐释了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原则，主要是对诸

如何种性质为善、何种选择为正确、何种行为是

应受谴责的等最一般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同

时，医学伦理学的实践性特点也充分反映了规范

伦理学的主要特征。

3.1.4　医学伦理学与元宇宙AI三原则的比较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是指调节医学职业

生活中各种医学伦理关系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

包括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

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2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规范

医学伦理学规范包括条文形式和誓言或者

誓词形式，其基本内容为救死扶伤、精益求精、

一视同仁、礼貌待人、廉洁奉公、团结协作[5]。

3.3　医学伦理与元宇宙社交的人工智能伦理的

相似点

3.3.1　指导意义

元宇宙社交的人工智能伦理指导并见证一

段社交关系的建立，将民事主体行为规范起来并

使其具有契约意义。

根据我国现有法令可知，人工智能不具备人

格权，但是拥有限制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9%E6%80%9D%E9%82%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3%80%8A%E5%A4%A7%E5%8C%BB%E7%B2%BE%E8%AF%9A%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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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事活动。这一点与医学伦理学协调医务人员

人际关系及医务人员与社会关系有极大的相关

性。由此可见，中国的元宇宙人工智能也应该拥

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

基本原则。同时由于人工智能具备限制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工智能在参与活动并发生民事纠纷

时需要其制造公司等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元宇宙社交的人工智能伦理可以用电子契

约的形式使社交人员的相关约定具有相应的效

应，而医学伦理学规范也以条文形式和誓言或者

誓词形式对医务工作者做出了统一的要求。从这

个方面看来，两者的指导意义具有相似性。

3.3.2　组织原则

元宇宙社交的人工智能伦理遵循组织原

则，医学伦理学贯穿于整个医学实践活动中，也

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人工智能在当前这个社会，作为主体的一部

分，遵循社会组织的利益、目标和纪律。在当下

的人工智能社交平台中，元宇宙社交的人工智能

伦理就贯穿于整个社交过程，扮演“监督者”与

“见证者”等角色。人工智能不能脱离人类社会

而单独存在。在未来，人工智能发展成一个大群

体之后，人工智能个体也不能脱离人工智能群体

而存在。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是指调节医学职业

生活中各种医学伦理关系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

它贯穿于医学实践的始终，对所有医务工作者、

医务团体都具有监督作用，是衡量医德的准绳。

在整个医务生涯里，医学伦理学是不可或缺的存

在。由此观之，元宇宙人工智能伦理在整个人工

智能发展历史上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3.3.3　元宇宙社交的人工智能伦理

由于医学伦理学对于元宇宙社交的人工智

能伦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由此可以展现

医学伦理学在元宇宙社交的人工智能伦理的具

体表现，最终结果体现为元宇宙社交的人工智

能伦理。

4　“元宇宙AI三原则”的提出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了针对元宇宙社交的人

工智能伦理的“元宇宙AI三原则”，主要包括以

下三个方面：

（1）人工智能不具备人格权。人格权指民

事主体具有的人身权利。目前，人工智能没有权

利同时也不具有人工智能的“AI格”。

（2）人工智能拥有限制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但参与民事活动。

（3）人工智能遵循组织原则。人工智能

（AI）作为社会要素，服从社会组织利益、目标、

纪律；人工智能（AI）在未来可能会有自己的组

织，它们服从自己组织的利益、目标、纪律。

5　结语

综上所述，医学伦理学指导元宇宙社交的

人工智能伦理的具体表现，最终结果体现为元

宇宙AI三原则。同时，人工智能作为辅助人类的

工具，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元宇宙治理问题，由此

提出“元宇宙AI三原则”。由此可见，科技再发

达，如果不同时伴随着道德伦理的进步，人类是

没有未来的。换言之，人们只有靠科技和道德伦

理两条腿走路，才能真正走进元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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